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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物理学是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在现代医学中，物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物理实验是物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课有联系又有区别，是理论课无法替代的。
通过物理实验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提高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随着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教育的创新势在必行，新世纪的教学观应是一个融知识、素
质、能力于一体的教育观。
现在医学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了变化，社会急需知识与能力都很强的医务工作者，因此我们对现
有的医用物理实验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和需要。
　　本书是在多年的物理实验教学实践及教学改革的基础上，以保证物理实验学科系统不变，又考虑
到医药各专业的特点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教材。
本书共有三章：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普通物理实验；医用物理实验。
其中医用物理实验占64％，包含有“利用传感器性能测定人体血压”、“超声应用”、“核磁共振”
、“血液流变学指标测定”等实验，既涉及普通物理实验的内容，又交叉了医学内容，对医学专业的
学生今后的工作、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八年制、七年制和五年制的临床、口腔、预防医学、法医学、放射医学、药
学、医药信息、医学检验、护理、影像等医药类专业，也可供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其他专业的师生参考
，教学参考学‘时数为20～60学时。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是吉林大学的付妍、梁路光、吕遐令、赵大源、张慧卿、唐笑年、付大
伟、诸挥明、孟媛媛和张春伟等。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缺点，我们诚恳地希望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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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用物理实验》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之子项目“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医药类专业数理化基础课程的创新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
作者既注重发挥基础物理实验在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方法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加入了一些与医学有关
的实验，使学生认识到物理实验和他们今后的专业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以激发学学生的学习热情，达
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全书包括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基本物理实验仪器和物理量的测量，医用物理实验，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等3章。
　　《医用物理实验》可作为高等院校8年制、7年制和5年制医药类专业的学生的医用物理实验课程教
材，也可供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其他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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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1.1 物理量的测量及测量误差1.2 仪器的精密度和有效数字1.3 直接测量误差
的计算1.4 间接测量的绝对误差与相对误差1.5 实验数据的列表与图示练习题第2章 普通物理实验实
验2.1 长度测量基本仪器与训练实验2.2 称衡基本仪器与训练实验2.3 电学基本一齐与训练实验2.4 示波
器的使用实验2.5 分光计的使用实验2.6 利用李萨如图形测量频率实验2.7 利用霍耳效应测量磁场实验2.8
转动惯量的测量实验2.9 空气中超声声速的测定第3章 医用物理实验实验3.1 常用医用溶液物理参数的测
定方法实验3.2 微小生物标本的测量实验3.3 利用传感器性能测定人体血压实验3.4 人耳听阈曲线的测定
实验3.5 生物膜电位的测量实验3.6 A型超声仪的使用实验3.7 测量人体阻抗的频率特性实验3.8 核磁共振
实验3.9 医学影像实验3.10 心电信号的测量与处理实验3.11 血液流变学指标测定实验3.12 热敏电阻温度
计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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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测量不可能无限精确，因此测量值只是近似值，测量值与客观存在的真值之间总有一定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测量的误差，误差存在于一切测量之中，存在于测量过程的始终，讨论误差的来源
，消除或减少测量的误差，是提高测量的准确程度，使测量结果更为可信的关键。
　　测量误差按其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可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两类　　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由于
仪器本身的缺陷（如刻度不均匀，零点不准等）、公式和定律本身不够严密、实验者自身的不良习惯
等原因而产生的，系统误差可以通过校正仪器，改进测量方法，修正公式和定律，改善实验条件和纠
正不良习惯等办法加以消除或减小。
　　偶然误差：这种误差是由许多不稳定的偶然因素引起的，例如，测量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气压的
起伏，电源电压的波动，电磁场的干扰，不规律的机械振动，以及测量者感觉器官的限制等偶然因素
产生的误差，由于偶然误差的存在，使得每次的测量值具有偶然性，即每一次测量时产生的误差大小
和正负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无规则的涨落，看不出它们的规律性，对于同一待测量，在相同条件下进
行多次测量，当测量的次数足够多时，则正负误差出现的机会或概率是相等的，或者说在测量的次数
足够多的情况下，偶然误差服从一定的统计规律，测量的结果总是在真值附近涨落，由于这种误差的
偶然性，因此它是不可消除的，但是增加重复测量的次数可以减少测量的偶然误差。
　　这里要指出的是，误差和错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错误是实验者对仪器使用不正确，或者实
验方法不合理，或者违犯操作规程，或者粗心大意读错数据、运算不准等，误差可以设法减少，但是
错误必须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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